
“烧钱”的暑假谁最“伤不起”

陈文祥
暑假之际，家长纷纷给孩子补知识、补见识、补特长、补

体格。而这些“补”都表现在了人民币数额的不断增加上。孩
子暑假比上学还烧钱，当家长的个个直喊“伤不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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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开学来临时，不少家长晒出账本，孩子的暑假消费开支大多
上万元，最多花了

4

万余元。家长都盼望快点开学，结束这烧
钱的暑假。（

8

月
21

日重庆晚报）

与“每周一歌”一样，放暑假的惯例早已约定俗成。不仅
中国放，外国也放。美国从

6

月中旬开始放暑假，学生可以享
受
2

至
3

个月的假期，我们满打满算大约才两个月放假时间。

不同的是， 美国人比咱们有钱， 可人家既没有晒暑假账的
“爱好”，更没有暑假“烧钱”的痛感。同为暑假，差距咋就那
么大哩！

“烧钱”的暑假谁最“伤不起”？表面看，无疑学生家长莫
属。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够高。尤
其是“姜你军”、“豆你玩”横行，工资却原地“踏步”，多数家
长挣钱不易。按说，暑假应该是家长喘口气的时候，毕竟孩
子休闲在家花钱有底。不曾想，如意算盘居然打错了，暑假
消费开支大多上万元，最多花了

4

万余元。多少家庭会“无所
谓”？多少家长“不受伤”？

其实，“烧钱”的暑假谁最“伤不起”？恰恰不是学生家
长，而是学生自己。一来，家长有求必应百依百顺，极大导致
了孩子高消费理念的膨胀。二来，暑假本是孩子休整、发展
个性的大好时机，获得放松、快乐和休息的“季节”。可家长
不管三七二十一，纷纷给孩子补知识、补见识、补特长、补体
格。暑假，俨然成了“第三学期”，而过度的“进补”孩子能不
得“肥胖症”、“厌食症”吗？

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暑假，对孩子们来说，是
一段宝贵的幸福时光

!

更是一段难得的心理缓冲和释放过
程，而不是单纯的一场“烧钱”嘉年华；作为家长，只要为孩
子度过一个健康、安全、文明、愉快和有意义的暑假则足矣，

不必事事钱上前，更不能拼命吃河豚玩“烧钱”游戏。现实一
点，理智一点，节省一点，无论有钱没钱，“烧钱”的暑假谁也
“伤不起”！ （据《扬子晚报》）

不敢坐

衣服汗透、裤上有泥，福州
一位农民工上公交车后， 面对
空座， 却选择坐在地上……近
日， 一张照片在微博被广泛转
发，引来网友热议。

8

月
21

日的《人民日报》对
此评论：或因不想弄脏座椅，或
因害怕遭人白眼， 无论这位普
通劳动者心态为何， 毕竟是无
奈之选。 近日上海公交车上拾

荒老人被乘客谩骂、司机驱赶，

不久前杭州图书馆向乞丐和拾
荒者开放引来抗议， 都折射出
社会隔阂的大问题。 和谐的社
会，不容隔阂和排斥。不能尊重
不同群体的权利， 容易造成社
会断裂，产生对立和矛盾；不能
平等看待其他群体，会产生“孤
岛效应”，人与人之间因缺少沟
通而变得冷漠。只有在尊重中实
现共享、 在包容中实现融合，社
会才能向更文明的方向迈进。

新华社发王俊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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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项申报到后期建设， 一个
高尔夫项目背后应该有十几个部门
监管审批。

2004

年以来，对高尔夫项
目的建设， 国家先后下发了

10

道禁
令。然而，看似严密的审批、监管、法
律体系， 依然挡不住高尔夫球场如
火如荼的建设。有业内人士表示，高
尔夫项目已经成为突破各种限制、

顽强生长的典型案例。在各地，想找
到一个正规、合法的高尔夫球场，反
倒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

“十几个监管部门管不住一个
球场”，颇令人震惊。是开发商太神
奇，有绕过禁令、蒙骗监管机关的能
力？还是监管部门玩忽职守、疏于监
管？

事实是， 能修建高尔夫球场的
开发商都跟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在项目立项之初就已经得
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 各个监管部
门并非不知道， 各个环节都已经被
打通了。而且，当一个违规项目建成
完工后， 要让其恢复原状几乎没有
可能是“中国特色”。由此可见，遍地
开花的违法违规高尔夫项目， 源于
被地方政府和私人利益“绑架”的监
管部门疏于监管，有禁不止。

高尔夫球场的最大问题是破坏
耕地。最近几年，国土资源部每年的
土地督查执法中， 对违规占用耕地
高尔夫项目的清理都是重点， 不过
清理的结果总是难以让人满意。

众所周知， 中央三令五申严禁
触碰

18

亿亩耕地“红线”，出台的有
关耕地保护的文件非常密集， 然而
这一系列看起来严密有效的制度在
强势的地方政府、 财大气粗的开发
商面前却常常失效。 高尔夫球场与
民争水、 与农争地而得不到有效的
控制，让人感叹资本太强势、政策太
疲软、监管太无能。

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
里，关键是要确保全国

18

亿亩耕地红线。多少年来，我们
总是高喊要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 却很少有人去关心这
18

亿亩耕地究竟由谁来保护，如何去保护。不只是高尔夫
球场，破坏基本农田，违法占用耕地的事情在各地早已屡
见不鲜。谁在向

18

亿亩耕地红线挑战？谁在夺走农民的饭
碗？不是别人，恰恰是地方政府。

中央对地方耕地保护的激励与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不
对等，是造成当前耕地保护困境的直接原因。地方政府有的
是办法规避中央指令。例如，耕地指标增减挂钩、跨省调配
等是地方政府合法征地的拿手好戏。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大
潮中，在

GDP

主导政绩的官员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难以遏
制大肆破坏农田的冲动。因为，一切经济都离不开土地。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土地供应将越来越紧张，如
果没有严格、权威、有效的土地用途管制、征收及土地违
法监管惩戒制度，没有专门、健全、严厉的耕地保护责任
目标考核机制， 那么就别指望土地监管部门对土地违法
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治理， 别指望地方政府主动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谁都知道，一个球场都管不住，咋能保住
18

亿亩耕地？ （据《检察日报》）

最 美 丽 的 风 景 在 基 层

严冰
当前，新闻战线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

作风，改文风”活动。新闻界同行们此时此刻的
心情正可用一句古诗来形容：“马思边草拳毛
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大家渴望着到基层的广
阔天地去纵横驰骋，到工矿企业去探寻“中国制
造”的奥秘，到乡镇农村去解码“和谐社会”的基
因，到产学研基地去倾听“科教兴国”的脉动，为
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传播力、影响力做出新
的贡献。

网络时代，编辑记者更要接“地气”。处在信
息时代， 我们当然要充分利用网上海量信息的
优势，兼收并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不论网

上信息多么丰富， 都代替不了亲身感受和直接
体验。只有到了基层，才能闻到大地的泥土味，

才能听到百姓的心里话， 才能在感情上与民众
贴得更近。只有接“地气”，才会冒“热气”，写出
有灵气、有生气、有才气、带着泪珠和露珠、散发
着泥土芬芳的新闻作品。 我们应当进一步发扬
“靠双脚跑新闻”的精神，走进群众实际生活，走
进群众心灵世界， 在生动的实践中体察伟大时代
的变迁，在坚实的土地上接通新闻事业的“地气”。

新闻报道，要散发“乡土气”。贴近基层实际
的新闻报道，是真实可信的作品；充满“乡土气”

的语言文字，会有家书般的亲和力和感染力。真

实是靠细节和现场说话的，“乡土气” 是要身临
其境才能捕捉到的。为此，就要迈开双腿，走进
普通人的生活，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
的喜忧，分享他们的欢笑，用带着自己情感体温
的作品感染受众。

打造精品，必须依托基层这个“富矿”。读者
对信息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仅有宏大叙事、浅层
描述，并不能全方位满足他们的需求，还要有真
实的事例、生动的场景和鲜活的语言。基层有编
辑记者取之不尽的宝藏， 是精品迭出的不竭源
泉。在这座“富矿”里开掘得越深，越有可能挖出
五彩斑斓的宝石。

最美丽的风景在基层， 最感人的故事在基
层， 最锻炼人的舞台在基层。 基层蕴藏着最鲜
活、最生动的新闻资源，到了基层，就有了报道
的素材，就有了思想的火花，就有了写不完的故
事。不下基层不行，下了基层浮光掠影、走马观
花也不行，只有到了“深水区”，才能抓到“大活
鱼”。让我们走出高楼大厦，到改革开放前沿去，

到普通民众中间去，挖掘现实素材，采写现场报
道，以敏锐的时代眼光提炼报道主题，以深厚的
生活积淀丰富报道内涵， 不断增强新闻宣传的
亲和力、公信力、吸引力、感染力，书写这个时代
最动人的篇章。 （据《人民日报》）

“贿”员卡

为贯彻落实关于规范商
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商务部
办公厅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
地商务主管部门强化管理、督
促商业企业严格规范发卡行
为， 并在

８

月底前启动对重点
发卡企业的监督检查工作，使
违规滥发单用途预付卡的行

为在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前得
到初步遏制。

通知要求确保购卡实名登
记制度、非现金购买制度、限额
发行制度等规定落实到位。对
未落实相关制度的商业企业，

要主动约谈企业负责人， 督促
其尽快完善制度， 使违规滥发
单用途预付卡的行为在今年中
秋节、国庆节前得到初步遏制。

新华社发王俊平作

煞风景

陕西宝鸡吴山旅游风景区
推出“土匪抢亲” 游戏旅游项
目， 但许多游客却不买账，“这
个旅游项目宣扬土匪文化，这
分明是把耻辱当光荣， 与宝鸡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大环境格
格不入。”

此类怪现象， 表面上是在
创意之争、文化之争，实际上是
不惜牺牲文化责任与道德标准
的形象之争、利益之争，背后折
射的是一种畸形的价值观和发
展观。 文化旅游业为大众提供
的是特殊的文化产品， 符合社
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
是基本底线与经营准则。

新华社发王俊平作

逐客

记者近日走访宁夏回族自
治区银川市的租房市场发现，

不少房东在接受咨询时都会先
问租房者的学历状况， 学历的
高低甚至成了能否租到房的
“敲门砖”。据了解，这种情况在
长春、南昌、杭州、西宁等全国

多地也都存在。

不少租客表示， 租房竟然
要看学历，这明显是歧视，让人
很窝火。一些房东则认为，高学
历好交流，工作也相对稳定，相
处不易有摩擦。专家认为，租房
不管是看学历还是看工作，都
不如一份详细的租房合同与相
关法律的完善更可靠。

新华社发蒋跃新作

假冒“乡村教师”，不遇小崔会如何

洪信良
由崔永元公益基金举办

的第五期乡村教育培训班竟
也会曝出丑闻，崔永元在其个
人微博上先后披露， 有

8

人混
入了“乡村教师”的队伍，这些
假冒者来自黑龙江省北安市
和伊春市两地，分别担任教育
局副局长、主任和小学校长等
职务。

这年头， 假冒风行，“燕
窝”为“赝窝”之类比比皆是，

就连考上大学的罗彩霞也可
以被人冒名顶替。但总的说起
来， 被假冒的总是好东西，是

香的、纯的、富的、吃香的、有
威慑力的， 比如假冒干部，往
往能骗财骗色。而一位堂堂副
局长竟放下身段，反其道而行
之，假冒起一名乡村小学教师
来，这还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天
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利”

字自然是种种假冒的原动力。

虽则在北京十来天的教学培
训和参观活动，“利”很“薄”，

但一来可以跟名人面对面，沾
点“名气”； 二来可以观光休
闲，沾点“洋气”，对有些官员

来说，小利也是利，岂能轻言
放弃，出外“考察”的好事，不
都是先由大小官僚系统的筛
子筛过，才能漏下一星半点来
的吗？ 这样的事司空见惯，不
然又哪来“公费旅游”这一茬
事呢？

可这回不小心撞在小崔
的枪口上了，使得几位地方教
育官员一朝闻名天下知。虽则
其中有人被尴尬“请出”时，表
现得很淡定，并声言“每年都
来两次北京”，颇有“还瞧你不
上”的气度，但估计在他们内

心里，肠子都悔青了，怎么自
己这么倒霉，撞上了崔永元这
位敢把潜规则踩在脚底下的
人呢？

也就是说，只要主持公益
基金的不是崔永元这样的“狠
角”， 农村教育局官员约等于
乡村教师，也是完全可能“成
立”的，对熟谙官场潜规则的
人来说，利益分配的诀窍就在
于巧借名目，反正圈子内谁都
不会把窗户纸戳破。值得庆幸
的是，崔永元不曾沾染官场习
气，他主持的公益基金也有相
对的独立性， 更重要的是，崔
永元有“实话实说”的过人勇
气和豪气。那么，别的公益基
金呢？毕竟像崔永元这样“狠”

的监督者不多。

（据《钱江晚报》）

人 ，在职业中

宁白
人在清醒的时候， 是容

易把人和职业分开的； 而在
糊涂时， 却总是把自己与职
业混为一体。如从政者，认为
他就是市长、部长的“转世灵
童”，忘了自己也是吃五谷长
大的凡人， 仅仅是在某一时
段，头上顶个“乌纱”而己。放
眼职业圈，似乎清醒者不多。

这使我想起， 那位曾入
选“感动中国”的打假医生陈
晓兰，有人问她，为什么要历
经艰难去打假？她说：我们不
可能永远是专家、是医生，可
是， 我们却早晚都会成为病
人。一句大实话，把人与职业
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 正是
知道了职业对人的生命过程
来说， 只是一段时日中挣钱
养命的手段， 人总会离开工
作或放下工作； 知道人的分
量要比职业的分量重得多。

为了让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
人，都能顺当地生存下去，她
才会如此坚守自己的职业道
德，去阻止假药蔓延。这样的
清醒者凸显了社会的良知和
智慧。

一个人在自己的从业领
域取得了成就， 在面临人与
职业这样的拷问时， 更是会

把“人”这个崇高的字眼放在
成就之上。 诺贝尔化学奖获
得者崔琦， 出生在河南贫困
的农村， 从小帮父亲养猪放
羊做农活， 十岁时被人带到
香港读教会学校， 从此没有
机会回家乡。 上世纪五十年
代末， 父母亲在大饥荒中饿
死了。有人问他，如果当年没
有把你送出去读书， 今天你
会怎样？ 崔琦的回答完全出
乎问者的期望： 其实我宁愿
是个不识字的农民， 如果我
还留在农村， 家中有个儿子
毕竟不一样， 也许父母不至
于饿死。 那些把职业与人搅
在一起的人， 这样至高的荣
耀， 一定会使他昏昏然作出
别样的高调的回答。 他对人
的崇敬和父母在心中的丰碑
便一起倒塌了。

人在职业行为中， 要始
终记住“人”的涵义，要保持
住自己作为“人”的秉性，从
政者做到这点最难。可是，这
一职业却又要求他们应该做
到这一点。 其实， 说难也不
难， 关键还在于有否衡量好
是官贵还是人贵。几百年前，

就有官宦把自己与官职区
分，把人的品性看得无上的。

曾国藩任清朝两江总督， 官至一
品，却以“乱世之名，以少取为贵”

自勉，以“恬淡安泊”自守。在南京
官府，每餐以一荤为主，人称“一
品”宰相。每晚夜来办公，长幼女
眷，麻油灯下纺纱织麻，鞋袜全由
夫人、女儿、儿媳制作。如此廉洁
从政， 缘于对人的认知。 这样的
“高人”写出的家书，便自然受到
一代代人的捧读。自己把“人”看
重了，后人便也把他看重了。毛泽

东曾与友人黎锦熙说：愚于近
人，独服曾文正。这是服人品，

而非官位。再高的官位，也是
一种外在的职务， 而当他把
“人”放入心中，他的言行便有
了“人”的气息。“转世灵童”的
糊涂官们，再转回“人间”时，只
会两眼发直，有隔世之感了。

本文之题， 原先人之后，

并未逗号断开，却很久难以下
笔。后突悟，是自己尚未将人
与职业分离，人，一经断开突
出，行文便流畅下泻。原来这
“人”，是多么容易被世间的杂
事、炫目的光环包裹住。写文
也是一种自省。

（据《解放日报》）

信阳日报社2011秋季车展即将开幕

车展现场20万元大奖

值得期待

� 信阳日报社、信阳晚报社已成功举办了

四届车展，历届车展都为广大车友们准备了

丰厚大奖。“买车优惠还能抽大奖”已成为广

大车迷朋友对报社车展的一致赞赏与期待。

本届车展大奖为：

知名房地产公司20000元购房券三张

名牌液晶电视机10台


